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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 人们的肉眼看不见。 而各大医院用来抵挡病毒

的 “防护盾 ”， 同样也是肉眼不可见的 ， 这就是院内感染

控制。

时下， 院感防控被沪上各大医院视为 “头等大事”， 一

道道 “看不见的高压线” 正在拉起。

在中山医院， 一张覆盖全院出入院区人员的防控大网

已经织就： 医务人员每日要上报体温； 工作人员就餐改堂

吃为领取盒饭， 避免就餐过程中的传播风险； 各类线下学

术会议暂停， 严控院内相关会议； 对住院人员和陪护人员

完善相关检查和信息采集工作， 做到一人一陪护， 凭证陪

护， 人证合一； 对各类来院人员都加强管理， 包括第三方

供货人员、 公司技术支持人员、 来院探视人员……

在 “一手抓疫情防控 ， 一手抓常规医疗 ， 两手都要

硬 ” 的总目标下 ， 中山医院加强复工复产过程中的评估 ，

包括评估不同科室的“新冠肺炎防控风险 ”， 针对不同科室

采取专门的防控措施 。 比如 ， 肺功能限制预约人数 ， 减

少聚集 ； 将必要培训修改为 “云讲座 ” “云培训 ”， 扫描

二维码开展线上培训 ； 加强传感器及螺纹管等的消毒 ；

加强个人防护及环境通风消毒 ； 加强血透患者的预检 ，

要求血透患者透析全程佩戴好口罩， 医务人员做好个人防护

等。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 我们集中了全院护理 、

行政管理 、 部分临床医生的力量， 共同参加预检； 重新规

划医院所有出入口， 在医院的每个通道 、 楼宇 、 病区都设

有专人负责体温检测和流行病学相关信息采集， 达到进入

院区人员全覆盖的控制目标。 对发热或疑似新冠肺炎患者，

安排专人将其引导至发热门诊就诊。” 中山医院副院长钱菊

英介绍。

常态化模式下，医院防控体系已升级迭代
唐闻佳

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日常诊

疗， 满足广大患者在特殊时期的就医

需求， 上海各级医院迎来防控体系的

升级迭代。

疫情之下 ， 医院还是原来的医

院 ， 但仔细看看 ， 其实已经不一样

了。 很多新事物， 应运而生。

进门测体温， 要闯 “三道五卡”；

海关式流调发出 “灵魂拷问” ———你

是谁、 从哪来、 到哪去； 发热门诊再

强化、 门诊全预约、 住院严格陪护制

度……疫情考验医院的常态应对能

力、 制度乃至科技支撑实力， 这不失

为一次对医疗系统的 “内部改造”。

今年 1 月31 日 ， 在国家力推疫

情期间大力发展 “互联网+” 医疗的

号召下， 上海上线 “上海发热咨询平

台” （“新冠工作室” 微信小程序），

接入上海市 “一网通办” 等平台， 通

过多端联动面向 2400 多万市民、 辐

射长三角提供在线看病、 问诊服务。

该平台迄今已入驻 200 多名来自沪上

公立医院的专家， 他们利用碎片化时

间， 通过手机在 “云端” 完成接诊咨询

工作， 有效降低了交叉感染和病毒传播

的风险。 其中， “新冠工作室” 运行不

到 30天， 访问量就超 15万人次。

与此同时 ， 上海大型医院纷纷投

入互联网医院建设 ， “云端 ” 医院的

接诊人次不断增长 。 第一张 “云处

方 ”、 第一单 “云配药 ”、 第一次 “云

问诊 ” ……不断新增的 “第一 ” 以及

持续扩增的数据背后 ， 勾勒出的是满

足民众健康需求的更优质诊疗服务 ，

更揭示了效率更高、 体验更佳的未来就

医新场景。

集中采购交易金额预计超100亿元

中国（上海）工业品在线交易节开幕

本报讯 （记者张懿）作为上海全力推进在线新经济发展的

重要举措之一，“2020 首届中国（上海）工业品在线交易节”昨天

开幕。 从即日起到 6 月底，交易节将借助智能交互技术与制造、

商务、金融等的深度融合，推出工业品在线交易、在线金融、在线

检测等应用场景，加快培育经济新增长点。预计交易节将实现集

中采购交易金额超过 100 亿元。

本届交易节以“打造线上新供需、激发数字新动能”为主题，

以公益性的“中国（上海）工业品在线交易平台（www.csiof.cn）”为

支撑，推出“智供、智采、智享、智连”四大活动。 作为重构产业链

的重要尝试， 交易节将依托 “生产性服务+商业模式+金融供应

链”为一体的新型产业电商平台，努力弥合因疫情而中断的产业

链，力争打造成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电商活动品牌之一。值得一

提的是，交易节期间，上海将在国内首次推出大规模的工业品网

络直播活动，一批“工业网红”“工业主播”将登上网络舞台。

昨天的开幕式上，农行、中行、浦发等 16 家银行与交易节签

署供应链金融合作协议，将为参与交易节的中小微企业提供超过

200亿元的授信额度。同时，上海市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

金也与交易节签约，将为参与企业提供政策性融资担保服务。

市委常委、副市长吴清出席开幕式。 除了上海之外，开幕式

还在湖北武汉、云南昆明、长三角城市，以及本市相关园区设立

十多个分会场，同步直播、实时互动。

引领消费，企业为“五五购物节”准备了什么

在上海即将举办的 “五五

购物节”中，大规模的线上线下

融合是一大亮点。当“在线新经

济”遇上“五五购物节”，电商企

业有哪些爆点，传统企业又有哪些亮点？

拼多多：百亿元补贴将首次覆盖线下。拼多多将联合百

联集团等百家核心商场，共同启动“全场五五折”活动，通过

“电商+商超”联合补贴的方式，打造线上线下最低价，覆盖

1000多个上海知名品牌，涉及10万多家上海商户。 据悉，拼多

多将投入25亿元现金及消费券，助力购物节线上线下消费。

阿里巴巴：为上海消费者提供的优惠措施和互动玩法将

从5月初延续到6月，线上线下全面覆盖。将打造“55聚划算汇

聚上海”专属会场，推出打折、发放大额优惠券等让利活动，

涉及1000家本地生活品牌、42万家淘宝天猫上海商家。

腾讯：上海市民可通过“微信支付城市消费券”小程序，

领取商户消费券，涵盖餐饮、零售等多个行业。此外，将推出

“花漾徐家汇·云直播”活动，开展大范围促销。

美团点评：将以“寻味魔都”为主题，推出美食嘉年华、

魔都吃货节、上海小吃节等活动，涵盖优惠促销等内容。

光明食品： 将发放17亿元电子购物券， 每组购物券高达

555元，市民可在光明乳业旗下随心订App上领取专享购物券。

叮咚买菜：将从4月到6月推出多项促销活动，围绕上海

“五五购物节”和第二届“双品网购节”，以时令、品牌、品质

特色三大商品结构为基础，给用户真正的优惠让利。

苏宁易购：在已发放3亿元消费券的基础上，再加码发放

消费券，累计将超过20亿元。 据悉，苏宁易购在上海地区的近

800家线下门店将全部参与“五五购物节”，5月5日当天，苏宁

易购、家乐福、苏宁国际、苏宁红孩子、苏宁超市、苏宁百货、苏

宁金融等全业态将联合打造“大牌五折购”的活动。

罗森：将重点布局郊区和园区的“夜间无人店”，目前已

开始试点，预计年底之前将推出数十家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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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上医院按下“常态化”进行键，就医呈现暖心新场景

发热监测系统升级后有多严？门诊大厅人山人海会再现吗？互联网医院
带来哪些红利……本报记者探访沪上多家医院后有新发现———

总投资逾180亿元！虹桥商务区15个项目集中开工
虹桥进口商品保税交易中心二期展销中心加快建设

本报讯 （记者徐晶卉）昨天，虹桥商务区15个重点产业

投资项目和市政配套项目集中开工仪式举行， 主会场的大

屏幕显示，一个个工地开启火热的“建设模式”。

记者获悉， 此次集中开工的15个项目中， 重点产业投

资项目9个， 占60%， 总投资170.19亿元， 涵盖贸易 、 科

创、 医疗、 住房、 商业综合体等多个领域， 其余6个为市

政配套设施项目， 总投资12.19亿元。 这些项目投资带动

性强、 行业代表性强， 对扩大有效投资、 优化产业功能布

局、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优化商务区配套和生态环境等

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15个开工项目中， 最受瞩目的是虹桥进口商品保税

交易中心（二期）展销中心，这是保税中心二期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上海发挥进博会辐射溢出效应主平台的重要支撑。

该交易中心总投资30亿元，总建筑面积26.5万平方米，由保税物

流中心和展销中心两部分组成。 其中，5万平方米的保税物流中

心已于去年竣工。 此次开工的展销中心由A、B两栋建筑组成，

将为进博会参展企业及各类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商提供办公、展

贸空间及企业服务。

虹桥商务区管委会今年已多批次以在线签约、 在线推介

形式推进重点项目落地， 涉及华贸商业综合体和总部等30多

个重大产业投资项目，总投资额约1800亿元。虹桥商务区管委

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闵师林表示，将加快重大项目的推出

和推进力度，持续深入围绕传统基建、新基建和重大产业项目

全力挖潜，形成投资带动的强大合力。

副市长许昆林出席。

为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市人大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实地调研

市中小企业服务发展中心 蒋卓庆参加

本报讯 （记者王嘉旖）市人大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昨天前

往市中小企业服务发展中心实地调研，听取相关企业对《上海市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修订草案）》的意见建议。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蒋卓庆参加调研。

据统计，上海现有中小企业合计 40.9 万户，从业人员 743.2

万人。 广大中小企业产出了上海 70%以上的发明专利， 贡献了

60%以上的税收。 在市经济信息化委指导下，全市 314 家市级专

业化服务机构、25 家国家级中小企业服务示范平台全年服务中

小企业 80 万家次。 调研中，围绕高质量发展、融资促进、服务体

系等中小企业关注度较高的问题，浦发银行上海分行、同济科技

园孵化器等相关企业积极建言。

蒋卓庆指出，中小企业是稳就业、保民生的重要依托和市场

主体。 在受疫情影响的特殊时期修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

有特殊的意义，要以切实有力的措施体现对促进中小企业平稳

发展的特别作用。 下一步，要对疫情期间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

因素和各项政府扶持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明确政府相关

职能部门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承担的职责，把针对企业

最迫切需求、 真正解决企业实际困难的有效政策常态化制度

化，把保居民就业、保市场主体的底线要求作为条例修订的重

要原则，为促进本市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贵玉、莫负春参加调研。

提振消费信心 加快建设国际消费城市

位于黄浦区的凯德晶萃广场布置一新，各大零售及餐饮品牌推出多形式、大力度的促销活动，吸引消费者“买买买”。

本报记者 袁婧摄

发热监测
“防疫墙”硬件扩围理念更新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记者 李晨琰 经历此次疫情，上
海老百姓的看病方式

确实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人们正慢慢习惯这些就医的“新规矩”———

没有“随申码”，基本连医院大门都进不了；

如果发烧了，可能被“扣”在门诊，再由专人护送至发热门诊；

足不出户、点点手机，就能预约挂号，在全新开业的互联网
医院在线复诊，等待送药上门……

很多老百姓看不到的是，这些诊疗流程的变化、医疗服务的
提速，不仅嵌入了出于疫情防控需要的“技防+人防”，更重要的
是， 突发传染病疫情给互联网医疗按下了快进键———它打破了
非要跑到医院看病的固有模式，天生携带“无接触就医”的最大
特点。目前，本市已有 13 家公立医院获得互联网医院牌照，还有
更多医院已上线多种“互联网+”健康就医场景。

点点滴滴的细微之处， 都是上海各级医院切换进入疫情防
控常态化模式的明证。

疫情发生以来，全市在117家发热门诊的基础上，增设

182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哨点诊室。 扩容发热监测点，

让疫情排查的触角更密、更敏感，从三甲医院到社区医院，

“防疫墙”升级工程纷纷启动。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发热门诊，

在疫情期间经历了全面升级：单间隔离床位、氧疗及监护仪、

指末氧饱测试仪，还有抢救车及重症单元、中央监控设备、呼

吸机及除颤仪……这些保障医疗救治的装备，一应俱全。

为筑牢发热筛查防线，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也有“大

手笔”：除了前置发热门诊预检分诊，医院征用原肠道门诊

区域，创新性地增设了“第二发热门诊”。 简单说，医院原来

的发热门诊，用来诊治疑似新冠患者；新设的“第二发热门

诊”，用于诊治普通发热患者，从而尽量避免疑似新冠肺炎

患者与普通发热患者之间的交叉传播。

与之配套，中山医院还紧急征用原肿瘤日间病房，改建

为发热留观病房，增加留观病房数量至17间。 同时，医院还

征用两间CT检查房间，分别用于接诊普通发热患者与疑似

新冠患者，并规划相应的诊疗路线。这可不是简单的硬件扩

围，而是理念的更新。 中山医院副院长钱菊英介绍，医院目

前还制定了门诊、急诊，以及包括急诊重症患者被诊断疑似

新冠肺炎后的就诊流程，全院形成共识，统一行动。

社区里的发热哨点门诊也纷纷上线。 南翔镇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的发热哨点诊室已运行近一个月。庭院中，蓝色地

标箭头配有显眼的“发热哨点门诊病人专用通道”字样，将

患者直接引至发热哨点诊室，12平方米的单独房间按照“三

区两通道”部署。 该中心主任盛飞说，目前已选派20多名经

验丰富的全科医生经专业培训后，轮流出诊。 “每接诊一名

发热患者，哨点诊室和相关通道都将全方位消毒。 ”

诊疗全复苏
“人防+技防”提高防控效率

院感控制
医院拉起“看不见的高压线”

疫情期间，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的救治工作从未停

摆。 4月7日起，儿科医院全面恢复门诊诊疗服务，普通门诊、

专病门诊、专科门诊、国际部门诊全面开诊，急诊及发热门诊

24小时开诊。儿科医院医务科主任柳龚堡告诉记者，目前医

院住院总人数近700人， 手术量已恢复至去年同期的90%，

从急诊危重症手术到日间门诊手术，常态救治已基本恢复。

医院对于住院部家属陪护要求暂未改变， 入院严格执行登

记、测温、流调的“三件套”模式，按照普通患者1位陪护家

属、危重及当日手术患者2位陪护家属的标准发放陪护卡。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上海各级医院、专科医院均已全面

恢复门急诊、住院诊疗工作。 “学科门类越多，防控要求越

高。 ”岳阳医院院长周嘉介绍，做实医院内覆盖全人群的健康

监测和风险排查，加强重点部门防护，“三件事”要做好———

把好“入门”关卡，严格“住院”流程，加强“监控”措施。

岳阳医院的出入口管理制度就很“严”。 具体要求包括：

出示身份证或医保卡、“随申码”，24小时门卫排查，进入医疗

区域人员测体温等。 目前，岳阳医院已实行门诊全预约，推行

错峰就诊，严格执行“一人一诊室”“一人一卡一口罩”，采取

候诊区间隔落座。 对住院患者和陪护施行全封闭限流管理，

确需陪护的仅限固定1人陪护，患者住院期间不得请假外出。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副院长马昕告诉记者， 大部分

医院抗击疫情已有三个月，更要不断提醒、强化防控意识。

“此时此刻，疫情防控的篱笆更要继续扎紧，绝不能掉以轻

心，‘人防+技防’将大大提高防控效率。 ”华山医院对在院

高风险患者开展新冠病毒抗体、CT乃至核酸检测， 而随着

检测技术能力的提升，有些半小时内可以出结果，方便医院

快速做出隔离、消毒、转运、排查密接者等环环相扣的防控

举措。“可以说，医院诊疗全复苏背后，都有技术硬核支撑。”

华山医院有一则最新数据：与去年同期相比，医院门

诊已恢复 80%以上， 住院恢复 100%， 手术恢复 90%以

上。 其中，门诊量较去年同期相对较少。

按照马昕分析， 造成这一点的主要原因有四个：第

一，门诊采取了预约制；第二，外地病人可来可不来的，就

不来了；第三，受益社区配药“延长处方”等政策，部分本

地病人回归社区；第四，有不少病人分流到了华山医院的

互联网医院。

“不仅仅是疫情期间，估计疫情之后，门诊大厅人山

人海的景象也不一定会再出现了。 ”马昕分析，若门诊预

约制持续推行，病人就能“踩着点”分时段来就诊；此外，

风起云涌的互联网医疗，正在改变一部分人的诊疗习惯。

华山医院皮肤科是华山医院互联网医院首批上线的

科室，也是“最受欢迎的科室”，目前已有上千名患者在线

看上了华山医院皮肤科专家的门诊，配了华山医院的“明

星制剂”，还享受了“送药上门”服务。

患儿足不出户，便能完成就医配药全过程。作为全市

首家儿童互联网医院，截至 4 月 27 日，上海市儿童医院

累计诊疗记录数 3380，累计处方记录数 1169，涉及内分

泌科、肾脏风湿科、皮肤科等多个科室。 互联网医院的开

通，也打破了地域的限制，让重点地区一些患有疑难杂症

的孩子及时得到专家的诊疗。

“上海几乎每家大医院都在建设互联网医院，这是一

个新的发展点。 疫情之后，互联网医院一定会保留下来，

这将大大丰富我们的医疗模式。 ”马昕告诉记者，华山医

院已在讨论医院的互联网信息系统升级， 开发更友好的

服务页面，探索上线更多学科，研究细化医生绩效考核，

由此更好满足大众的就医需求。

互联网医院
“无接触就医”是大势所趋


